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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乡镇农经工作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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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各种利好政策的出台也加快了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城乡一体化

建设的速度也逐渐加快，在此基础上乡镇地区的经济情况也得到了好转，但是在这样的发展形式下乡村经济也也产生了一些问

题，给农经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乡镇农经受到社会环境、地区传统习俗以及农经工作人员的工

作习惯等方面的影响，形成了一个比较固定的工作模式，这样的工作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面对新

的发展阶段与新的农经环境应转变思想、创新思路、优化工作方法，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步伐，为农村地区构建良好的经济建

设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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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rural areas of our country have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various favorable policies, the pace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has been accelerated, and the speed of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has also gradually accelerated. On this basis, the economic situation of villages and towns has also been improved, 

but in this form of development, rural economy has also produced some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new challenges for agricultural 

and economic workers. For a long time in the past, the rural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our country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he social 

environment, regional traditional customs and the working habits of the agricultural and economic staff, and has formed a relatively 

fixed working mode. This kind of work mode is very important. To a large exten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has been 

restricted. Therefore, in the face of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and the new agricultur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we should change 

the thought, innovate the thinking, optimize the working methods,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and construct a 

good environment for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of the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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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可以看出农村经济建设是非常

重要的。由于我国农村地区人口居住比较分散、人口相对较多，这样也加大了农经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农村经济管

理部的职责也相对较重，所以怎样做好农村经济建设，促进农村地区的各项工作的发展与建设是当前农村经济干部

应关注的问题，因此应强化农经干部队伍的建设，从而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1]。

1 新时期乡镇农经工作的主要内容

新的时期也给乡镇农经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新的要求，农经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农

村经济建设提供支持与保障。同时利用先进的农经管理理念可以有效的帮助农民增加收益并可以解决农村经济发展

过程中所产生的财务问题，进一步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新的发展形式下传统的农村经济模式已无法适应农村地区

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应对农民最关注的土地问题进行重点关注，做好土地合同管理工作，使其更加规范化、合理化，

将新的经济管理理念融入其中，在土地上做文章，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推动乡镇农经建设。

2 现阶段乡镇农经工作中的主要问题

2.1 重视程度相对较低

现阶段在进行乡镇农经工作时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国家政策的落实，我国乡镇农经工作经过多年的发展也积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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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经验，这样也导致工作模式与工作思路相对固定。然而随着农村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也给农经工作带来了挑

战，更增加了工作的复杂性。但是在这样的形式下我国乡镇领导以及农经工作人员依然固步自封、停滞不前，没有

充分的认识到农经工作以及政策落实的重要性。从农经工作人员的角度来看，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时如果只

凭借以往的工作经验无法有效的解决新时期的新问题，更会导致问题累积，给农经建设工作带来阻碍。

2.2 传统的农经工作方式无法满足新的发展要求

在新的经济发展形式下也给农经工作带来了新的生机，农业模式也变得多元化，因此传统的农经工作管理方式

已无法满足新的发展要求。所以应针对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环境形成新的农村经济管理方式，创建新的发展环

境。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农经工作管理人员并未真正的意识到思想转变的重要性，更无法与时俱进，也无法适应新

的经济形式，给实际的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 [2]。

2.3 乡镇农经统计工作问题频繁出现

要想确保乡镇农经工作的效果，农经统计工作是重要的基础，只有加强农经统计工作才能明确的反应农经工作

的问题，同时农经政策的制定也是根据农经统计工作来完成的。但是现阶段农经工作中经常出现统计工作方式相对

落后、管理不严格以及工作人员专业性较差、工作方式落后、人员流动较大等情况，所以无法适应新的农经工作，

更无法保证农经统计工作数据的准确性，给农经工作带来了严重的阻碍。

2.4 乡镇农经工作人员专业水平较低

现阶段，我国乡镇农经工作人员年龄结构偏大，科班出身的人员更是少之又少，这样在实际的农经管理工作中

就无法适应新的发展形式与新的工作要求，更无法快速的、有效的解决实际工作中所产生的问题。再加之再教育、

培训工作较少，无法在短时期内提升乡镇农经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与工作能力。这样的形式下就直接导致农经工作

人员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也影响了农经工作的实际效果。

3 做好乡镇农经工作的有效措施

3.1 健全乡镇农经机构

目前，乡镇农经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代管乡、镇、村中的全部业务工作，主要包括农村土地流转、土地承包经营

权的等级、调解因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所产生的纠纷、指导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家庭式农场、一事一议筹资酬劳政策

的界定与把关验收、农村财务审计、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民负担监管等，这些工作与农村经济发展、建设以及农

民的增收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应加快农经机构的改革进程并在此基础上恢复独立的农经站设置，进一步明确农经

机构的职能，对农经工作人员的职能进行明确，同时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增加农经工作人员的编制，根据乡镇所管

辖的行政村数量配备一定数量的农经工作人员，确保农经机构队伍与新农经工作职能的匹配度 [3]。

3.2 搞好农村经济基础建设工作

要想搞好农村经济基础建设工作，首先应在合理的范围内增加乡镇农业发展的资金注入量，同时县级、乡级领

导干部应重点关注农业经济基础建设工作，并利用现代科学对农业科研体系进行优化与完善，加大农业高新技术的

研发力度。其次地方政府还应根据当地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台一些利于当地农业发展的惠农政策，定位农业发展

方向，利用多渠道、多样化的资金注入方式，全面支持农业经济发展。最后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适当的加大水利设

施的建设力度，并加强农业机械化建设的力度，以此来保证农业经济基础建设。

3.3 保证乡镇农经发展模式转变的科学性

在构建科学的乡镇农经发展模式时，首先，可以有效的利用合作社方式、合同签订方式等，与农业生产前、生

产过程中以及生产过程后进行有效的结合，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且商业化较

强的产业链。从现阶段的发展形式来看，将乡镇农经发展进行转变是毕竟之路，可将原有的粗放型管理模式转变为

集约型管理模式，并合理的运用现代化发展理念与技术对现有的农业产业结构进行改革与优化，进而推动乡镇农经

工作的发展。其次，在进行乡镇农经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应制定出发展方向，传统的农经发展方向多显现出单一化，

随着经济市场的不断变化发展方向也呈现出多元化，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可以推动农业产业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

最后，根据农业发展的要求，加快农业生态化转变，以此来提升农业产品、农业经济的品质，并有效的利用当地的

农业资源打造出农业产品品牌，同时通过信息网络技术将其进行推广，进一步加快乡镇农经的发展速度。

3.4 调整现有的农业产业结构

首先，在乡镇农经工作发展的过程中，应合理的利用集约化、规模化进行农业经营活动，在此基础上强化对土

地的管理，消除结构性矛盾，确保土地经营权在转让过程中的合理性，并对土地征用不畅的制度进行优化，保证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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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关系的稳定性，为农村居民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实现农产品生产的有效配置。其次，做好农业生产这的组织工作，

避免出现劳动力过于集中的情况，并加大农业机械的使用程度。第三，乡镇政府应落实农产品的融资、加工以及营

销等方面的工作，并利用相关政策加大扶持力度，提升农产品的生产效率。第四，加强农产品中介组织扶持力度，

促进中介组织的正规发展，在此基础上保证乡镇农经发展的有序性。第五，完善征地审批流程，合理的引导农业生

产者积极的参与到销售、运营、加工以及出口活动中来，从源头促进乡镇农经的发展。

3.5 建立和完善自我发展机制

农经管理部门应根据具体的要求进行管理并与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建立并完善自我发展机制，同

时不断的调整农经工作人员队伍结构拓宽农经工作的思路，保证农经统计数据的精准度与稳定性，不断加强国家政

策出台的执行力度。乡镇农经工作直接影响着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所以应利用多元化的方式开展农经工作。但是目

前我国乡镇农经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所以应加强基层农经工作人员的工作能

力，并通过合理的方式充分的认识到农经工作的重要性。同时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并将所学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实际

工作中。此外，还应深入到基层与群众打成一片，多听取群众的呼声并进行及时的反馈，实现农民收入增加的同时

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4]。

4 乡镇农经建设工作的发展方向

4.1 进一步确保各项政策落实到位

随着我国乡镇农经的发展，我国也发布了一些的惠农政策，这些惠农政策的落实需要通过乡镇农经管理部门来

完成，可以看出农经部门在农村经济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农经部门应充分的利用自身优势确保各项政策可

以真正落实到位，以此来加快农村经济建设的步伐。

4.2 进一步创新与完善农村经营体制

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传统的经营体制已不再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应对现有

的经营体制进行创新、优化与完善，构建起新的农村经济经营体制。

4.3 调整农经工作人员结构，加快乡镇农经队伍建设

人员是加快乡镇农经建设的主要因素，但是我国大部分乡镇农经管理站点的工作人员多呈现出人员偏少、年龄

偏大、知识结构落后的现象，在加之工作量相对较大，所以给农经工作队伍的建设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在进

行现代乡镇农经队伍建设时应以调整队伍现有结构，引入新型人才为主，构建起一支年轻化、知识型的农经管理队

伍，为乡镇农经建设与发展贡献力量。

5 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速度不断加快，也提高了乡镇农经机构的行政级别，更赋予了乡镇农经更多的职能，如行政

管理职能、行政监督职能以及行政执法职能，同样乡镇农经管理人员的管理也形成了知识化、经济化、业务化的垂

直管理模式，使农经管理工作更加规范、直接，专业性更强，在此基础上可以使乡镇发展更加稳定与和谐，从而加

快新农村的建设步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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